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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指明外，本節所呈列的資料源自各官方政府刊物及其他刊物以及我
們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所編製的市場調查報告。我們相信，該等資料的來源屬
恰當，而我們在輯錄及轉載該等資料時已採取合理審慎的態度。我們並無理由
認為該等資料於任何重大方面屬不實或誤導，或遺漏任何事實導致該等資料於
任何重大方面屬不實或誤導。我們、獨家保薦人、 [編纂 ]、 [編纂 ]、 [編纂 ]或我們
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董事、高級職員、僱員、代理、代表或參與 [編纂 ]的任何其他
人士或各方並無獨立核實該等資料，且不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發表任何聲明，
故不應過份倚賴該等資料。

資料來源

我們已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提供於新加坡的雞蛋生產及分銷市場的行業資料
（即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我們已同意向弗若斯特沙利文支付84,800美元的費用。董
事認為，付款並不會影響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所得觀點及結論的公平性。弗若斯特
沙利文為於一九六一年創立的獨立全球諮詢公司。其提供行業研究及營銷策略，並
提供增長諮詢及企業培訓服務。其行業覆蓋範圍包括農業、汽車及運輸、化學品、
材料及食品、商業航空、消費品、能源及電力系統、環境及樓宇科技、保健、工業自
動化及電子、工業及機械以及科技、媒體及電訊、娛樂及體育。

在編寫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過程中，弗若斯特沙利文與行業參與者進行了包括
電話及面對面訪問的第一手研究，亦進行了第二手研究，當中涉及審閱行業刊物、
年度報告及其內部數據庫的數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對不同市場規模預測的數字乃根
據歷史數據分析（參考宏觀經濟數據進行）以及相關行業推動因素的數據及綜合專家
意見而呈列。弗若斯特沙利文已假設 (i)新加坡的經濟於預測期間將維持穩定增長；
(ii)新加坡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於預測期間可能維持穩定；及 (iii)預期新加坡名
義本地生產總值增長、人口穩定上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等市場推動因素將推動
新加坡雞蛋生產及分銷市場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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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雞蛋市場的概覽

介紹及分類

鳥蛋是當今食品行業中最常用的食材之一。在鳥蛋中，相比鴨及鵪鶉等其他熱
門選項，雞蛋是消費品中最受歡迎的產品。

各類雞蛋製品於下圖概述及闡述如下。新鮮雞蛋通常於超市及本地新鮮農產品
市場作零售，或出售予商業用戶用以製備食物。新鮮雞蛋亦可加工成即煮或即食的
產品，如液蛋、溏心蛋、全熟蛋，供商業用戶如餐飲公司及食品店銷售。

巴氏殺菌是在短時間內將包括蛋殼在內的整個雞蛋輕輕加熱至特定溫度，用熱
力殺死雞蛋中出現的大部分細菌的過程。一般而言，雞蛋內一般並無細菌，惟在細
菌可能出現的情況下，相比於未經巴氏殺菌的雞蛋，巴氏殺菌將降低食物傳播疾病
的風險。另一方面，按照農糧獸醫局的要求，所有的液蛋均使用巴氏殺菌。

液蛋製品可分為液態全蛋、液態蛋白及液態蛋黃，以滿足不同市場的需要。一
般情況下，在雞蛋養殖場中，當新鮮產蛋在產蛋及處理過程中受損時，其將經清洗
及加工作為液蛋。儘管如此，隨著液蛋需求激增，部分液蛋由生雞蛋製成。根據新
加坡農糧獸醫局的規定，液蛋須進行巴氏殺菌。

巴氏殺菌全蛋 巴氏殺菌液蛋

雞蛋製品的種類

新鮮雞蛋 加工雞蛋

生

巴氏殺菌
全熟剝殼蛋

巴氏殺菌
溏心蛋

即食

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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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分析

雞蛋市場具有上游、中游及下游子行業的特色，上游產業是從事家禽養殖及雞
蛋生產的養禽戶及養雞戶。彼等可直接向零售商（如超市及雜貨店）等下游市場參與
者及餐飲服務供應商，或通過進口商、出口商及批發商等中游中介商供應雞蛋及蛋
製品。最終，終端用家為購買蛋製品的大眾。

上游

家禽養殖

雞蛋生產

中游

主要活動

雞蛋批發商

進口商╱出口商

分銷

零售商

餐飲╱餐飲
服務供應商

銷售渠道

終端用家

下游

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

產蛋週期

雞隻通常在四個月（19週）之齡前後開始產蛋，平均持續產蛋 12個月（52週）。雞
隻於接近換羽期時較少產蛋。一般產蛋週期通常持續至89週。儘管就生物學而言，
鳥類產蛋週期可能會超過100週，惟蛋雞其後的產量將降低。下圖顯示產蛋週期的
三個不同階段：

階段 3：蛋雞。 小母雞在 16 週齡時自小母雞舍
轉移至蛋雞舍以準備產蛋週期。 鳥類通常在約
19 週齡開始為期十二個月的產卵期， 最多持續
至約 89 週齡或以上。

階段 2：育雛。 此階段持續約 3個月（9至18週
齡）。 育雛可能與小母雞分開安置，或繼續在小
母雞舍內飼養。 為介乎 17 至 20 週齡的育雛提
供適當照顧實屬至關重要，乃由於其生殖器官
於此期間發育。

階段 1：幼雞或雛雞。 此階段持續 0至 2
個月（0至 8週）， 在此期間， 小母雞與產
蛋雞分開存放在不同設施（小母雞舍）。

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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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率

根據農糧獸醫局的數據，新加坡的農業面積已由二零一二年的736公頃減少至二
零一七年的650公頃，複合年增長率為 -2.5%。另一方面，受本地漁業、活家禽及其他
農產品的需求及本地消費量上升所帶動以及生產技術提升，令農業生產業務投資的
吸引力大增，使新加坡的持牌農場數量按 1.3%的複合年增長率由二零一二年的 250

個增加至二零一七年的267個。該等持牌農場從事培育、養殖及加工魚類、奶類、蛋
類、蔬菜、水果、蘭花等農產品以及向超市、零售商、批發商、食物製造商及食物服
務供應商供應該等農產品。

雞蛋養殖場佔新加坡總農業面積極大部分。在二零一七年，新加坡的三個雞蛋
養殖場安安、Chew’s Group及Seng Choon Farm合共佔可用農業面積的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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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農場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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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數量 農業面積（公頃）

農業面積 持牌農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其他農場
雞蛋養殖場

資料來源： 農糧獸醫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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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分析

新加坡每年進口大量雞蛋以滿足本地需求。根據農糧獸醫局的統計，進口新加
坡的雞蛋數量已由二零一二年的1,237百萬隻增加至二零一七年的1,482百萬隻，複
合年增長率為3.7%。由於馬來西亞鄰近新加坡的地理優勢且運輸路程短，其按價值
計向新加坡提供近86.4%進口雞蛋。中國、越南、新西蘭、泰國、澳洲、日本、南韓、
瑞典及美國則佔餘下市場份額近 13.6%。展望未來，憑新加坡政府政策支持及本地
雞蛋產能提升，預期雞蛋進口量繼續增長，惟複合年增長率放緩至2.4%，並於二零
二二年達1,695百萬隻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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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國際貿易中心、農糧獸醫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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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分析

新加坡出口雞蛋由二零一二年的227,000美元急升至二零一七年的1,429,000美元，
按價值計錄得複合年增長率44.5%。此期間內的急升乃由於新加坡生產的雞蛋在全
球市場愈來愈受歡迎。香港仍然是新加坡雞蛋最重要的出口樞紐之一。根據國際貿
易中心的數據，自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七年，香港佔新加坡出口雞蛋總量 65%。

227.0

0

500

1,000

1,500

126.0
224.0

81.0 108.0 100.0

477.0

790.0

952.0
890.0

1,429.0

853.0

961.0

600.0

681.0

363.0

587.0

101.0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七年新加坡出口雞蛋價值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 44.5%

千美元

香港 其餘世界各地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資料來源： 國際貿易中心、農糧獸醫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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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消費量分析

整體雞蛋消費量錄得升幅，由二零一二年的1,576.2百萬隻增加至二零一七年的
1,803.1百萬隻，複合年增長率為2.7%。進口雞蛋消費量由二零一二年的1,212.4百萬隻
增加至二零一七年的 1,367.9百萬隻，複合年增長率為 2.4%，而本地雞蛋消費量已由
二零一二年的363.8百萬隻上升至二零一七年的435.2百萬隻，複合年增長率為3.7%。
二零一六年，新加坡本地雞蛋消費量佔整體雞蛋消費量由二零一二年的23.1%上升
至23.8%。如下圖所述，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七年本地雞蛋消費量的增長率較高，反
映本地消費者可能屬意本地生產雞蛋多於進口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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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國際貿易中心、農糧獸醫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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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雞蛋消費量

根據農糧獸醫局的數據，於新加坡的雞蛋人均消費量已由二零一二年的308隻
增加至二零一七年的 348隻，複合年增長率為 2.5%。此期間的升幅趨勢主要由於人
們愈來愈意識到利用雞蛋作為攝取蛋白質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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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農糧獸醫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本地雞蛋生產量

新加坡三間本地雞蛋生產商（即本集團、Chew’s Group及Seng Choon Farm）的雞蛋
總供應量穩定，由二零一二年的402.0百萬隻上升至二零一七年的468.0百萬隻，複合
年增長率為3.1%。此期間產量增加乃主要由於人口由二零一二年的5.3百萬人增長
至二零一六年的 5.6百萬人，並預期將於二零二一年達 5.9百萬人。人口增長一直推
動本地生產雞蛋消費量，從而減低本地對進口雞蛋的倚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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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農糧獸醫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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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新鮮雞蛋概覽

本地及海外養殖場均提供種類豐富的新鮮雞蛋，闡述如下：

種類 描述  

白雞蛋 由白色羽毛及白色耳垂的母雞生產

啡雞蛋 由紅色羽毛及紅色耳垂的母雞生產

走地雞蛋 由並非安置於圍籬的母雞生產，該等雞隻可到戶外
活動

非籠養雞蛋 由並非安置於圍籬的母雞生產，該等雞隻通常不可
到戶外活動

有機雞蛋 由以經核證有機飼料餵飼及可到戶外活動的非籠養
母雞或走地母雞生產

含奧米加3雞蛋 由以富含奧米加 3脂肪酸配方餵飼的母雞生產

甘榜蛋 由甘榜雞生產，該等雞隻為來自馬來西亞及印尼的
雞隻品種

素食蛋 由以素食配方餵飼的母雞生產

巴氏殺菌雞蛋 雞蛋加熱至僅低於煮熟的溫度以殺死沙門氏菌

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向客戶提供的新鮮雞蛋主要包括白雞蛋、啡雞蛋、含奧米加3雞蛋、
甘榜蛋及巴氏殺菌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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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雞蛋與本地生產雞蛋的比較

比較如下：

馬來西亞雞蛋
（進口雞蛋）

新加坡雞蛋
（本地生產雞蛋）  

衛生程度 標準 嚴格控制及監控的生產環境
（即更安全以供食用）

保存期 由於進口自馬來西亞，
故保存期較短

由於物流過程較短，
故保存期較長

批發價 於二零一七年為
每噸約381.3美元

於二零一七年為
每噸約740.0美元

平均單價（批發）* 0.05新加坡元至
2.8新加坡元

0.11新加坡元
至 4.1新加坡元

零售價格指數 100 180至 220

* 價格通常取決於雞蛋種類及大小以及終端客戶的行業

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新鮮雞蛋的平均單價為0.1438新
加坡元（相當於約0.86港元）（二零一六年：0.152新加坡元（相當於約 0.91港元））。鑒於
二零一七年新加坡所生產雞蛋的市場單價範圍（「市場單價範圍」）介乎於 0.11新加坡
元至4.1新加坡元，故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的新鮮雞蛋平均單價0.1438新加坡元屬於
市場單價範圍，並高於下限0.11新加坡元約31%及低於上限4.1新加坡元約97%。截至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新鮮雞蛋的平均單價為 0.147新加坡元（相
當於約0.88港元），亦同樣屬於市場單價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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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規模

本地雞蛋生產市場規模按收益計由二零一二年的75.6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二零
一七年的102.3百萬新加坡元，複合年增長率為6.2%。此期間升幅乃由於政府為加強
國家於食物供應方面的靈活性而支持提高本地雞蛋生產量，令三間本地雞蛋生產商
的產量均有所增加。

為減低對進口雞蛋的倚賴，新加坡政府已採取措施以提升本地雞蛋生產量水
平。例如，農糧獸醫局已於二零一四年啟動農業生產力基金（「農業生產力基金」），
向本地養殖場提供 63百萬新加坡元，透過三項計劃（即基本能力提升計劃（「基本能
力提升計劃」）、生產力促進計劃（「生產力促進計劃」）及研發公開徵集計劃（「研發計
劃」））協助本地養殖場提高產量及提升生產力。基本能力提升計劃旨在透過資助部
分添置養殖設備的費用，提升養殖場的產能、人力及資源節約量。於二零一六年三
月以及二零一七年二月及十月，我們成功申請基本能力提升計劃資助，各項申請獲
批50,000新加坡元。生產力促進計劃旨在透過提升能力、提升產能及農地集約，使
具生產能力的養殖場達致更高生產力。於二零一六年四月，我們成功申請生產力促
進計劃資助，合共獲批 700,000新加坡元。另一方面，研發計劃旨在幫助養殖場於產
量方面躍進，並生產具價格競爭力的食品。農糧獸醫局亦以現金墊款方式幫助養殖
場舒緩現金流困難，如所有獲批資助達30,000新加坡元及以上的農業生產力基金項
目均可合資格獲得多達30%現金墊款。

除上述提升本地雞蛋生產的措施外，新加坡政府亦推出措施及計劃以鼓勵購買
本地雞蛋。該等計劃的部分例子包括推出新加坡優質蛋品管理計劃，該計劃為質量
保證計劃，以確保本地禽畜蛋雞養殖場生產優質、新鮮的全蛋，以提升消費者對本
地產品的信心。於二零一五年，農糧獸醫局成立本地產品工作小組，加強宣傳於新
加坡所種植、收成或養殖的主要食品及提升該等食品的需求。農糧獸醫局亦已刊發
名為「Expect the Freshest. Choose Locally Farmed Eggs」的小冊子，以提升本地生產雞蛋
消費量。

憑藉該等措施及出口更多雞蛋到海外國家的機會（請參閱本節上文「出口分析」
一段），本地雞蛋生產的市場規模預期將按複合年增長率6.3%增長，並於二零二二
年達致138.6百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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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農糧獸醫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市場推動因素

加工蛋製品的需求漸增

加工蛋製品大致分類為液蛋製品、乾燥（粉狀）蛋製品及冷藏蛋製品。不同加工
蛋製品普遍應用於多種食物製品，如烘焙食品、糕餅、即食食品、湯及調味汁料以
及乳製品。加工蛋製品的用途廣泛且千變萬化，如液蛋是烹煮過程中的食材，故廣
泛用於餐飲業，加上加工蛋製品的需求於未來不斷上升，預期新加坡雞蛋市場將以
更快的速度增長。

政府對食品安全訂立的規例

沙門氏菌為可引致經食物傳播疾病的細菌，可能存活於雞隻腸道。當人類食用
受感染的雞蛋時會容易受到沙門氏菌感染。於過往數年，新加坡政府愈來愈重視向
公眾教育巴氏殺菌雞蛋的好處，以預防經食物傳播的疾病。例如，國家環境局環境
衛生部已於二零一三年更新有關正確處理雞蛋的指引，就處理及烹調雞蛋給予指
示，並提倡於稍作烹調或未經烹調的情況下選用巴氏殺菌雞蛋。此舉有助於提高公
眾對食用雞蛋的意識及認知，推動新加坡的巴氏殺菌雞蛋市場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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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加工及安全的技術改良

由於技術改良，雞蛋加工的產能於生產過程中有所提升。以往，雞蛋生產屬勞
動力密集性質，數以百計的工人須於整個生產過程留守廠房。然而，技術改良有助
雞蛋生產商以機器取代工人，從以降低勞工成本。例如，現今機器可偵測品質欠佳
的雞蛋，檢測員毋須逐一檢查。此外，包裝及運送亦可由機器代勞，以增加效率。
另外，巴氏殺菌處理生雞蛋的技術是另一重大突破，且已日漸應用於提高食品安全
水平以保障消費者。

市場機遇

巴氏殺菌雞蛋

基於公眾健康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意識日增，新加坡愈來愈多國際餐飲連銷店
及酒店集團的旗下場所開始於食品採用更多巴氏殺菌雞蛋。眾多小型同業公司預期
將於日後仿傚，將令巴氏殺菌雞蛋於新加坡愈來愈受歡迎。

農糧獸醫局的農業支援計劃

農糧獸醫局旨在透過技術轉移、專業知識共享、研發協作及合資改善養殖場設
備，將新加坡的農業由勞動力密集模式轉型為使用最少人力的模式。糧食基金及農
業生產力基金等多項農業支援計劃已告推出，務求提升本地養殖場的產能。此外，
農糧獸醫局已開展業務配對計劃，以協助本地農民擴展彼等與進口商、餐飲服務
商、餐廳、零售商等潛在買家的業務網絡。

市場挑戰

食品安全議題

儘管新加坡於近十年至二十年並無爆發任何嚴重的禽流感而使相關行業受到不
利影響，惟務須注意爆發禽流感（包括但不限於H5N1、H7N9及H9N2）可能會嚴重損
害本集團的聲譽，而最終或會導致結業。倘新加坡爆發該等流行病，新加坡政府或
會採取一系列行動，包括禁止於養殖場飼養活家禽。該等措施將要求雞蛋生產商屠
宰所有蛋雞並暫停經營養殖場，直至於新加坡的相關病毒被徹底消滅。為符合新加
坡相對高水平的食品安全標準，雞蛋生產商須妥善保持養殖場環境衛生，並僅向可
靠的供應商進口雞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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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鄰近國家的競爭加劇

由於新加坡鄰近國家（尤其是馬來西亞及中國）於生產方面擁有成本優勢，故新
加坡的雞蛋生產商正面臨來自該等國家的激烈競爭。根據農糧獸醫局的數據，進口
至新加坡的雞蛋數目已自二零一二年的 1,237百萬隻增長至二零一六年的 1,448百萬
隻，複合年增長率為4.0%。鑒於新加坡的營運成本相對高於其他國家，與外地競爭
對手展開減價戰並不符合新加坡生產商的成本效益。因此，各公司將需另覓方法以
維持市場競爭力，當中包括增加產品種類及提供增值服務。

成本分析

玉米及大豆乃雞蛋生產的兩大原材料，亦為蛋雞的重要營養來源。於二零一二年
至二零一七年間，大豆及玉米的價格有所下調，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為-7.7%及-13.0%。
此期間價格下調乃主要由於消費者的需求下降及該等商品於全球市場的供應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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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世界銀行、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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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成本的價格指數自二零一二年的100.0增加至二零一七年的125.2，複合年增
長率為4.6%，主要由於通脹壓力及市場上缺少熟練勞工所致。預期於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二年間勞工成本指數將持續上升，複合年增長率維持於相若的3.9%。勞工成
本將使整體生產成本增加，繼而推高雞蛋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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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新加坡統計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價格走勢

雞蛋價格指數自二零一二年的 100.0增加至二零一七年的 118.7，複合年增長率
為3.5%，預期升勢於未來五年持續，將於二零二二年達到133.3。二零一二年至二零
一七年的價格指數升幅乃主要由於國內雞蛋生產成本（如薪金及租金）上漲以及進口
雞蛋價格上升所致。由於新加坡逾半雞蛋消費量來自馬來西亞進口雞蛋，故雞蛋價
格在很大程度上受馬來西亞雞蛋進口價格影響。如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四年間雞蛋
價格急升，乃主要由於馬來西亞兩間養殖場於該期間內暫停營業導致進口自馬來西
亞的雞蛋短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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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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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雞蛋市場的競爭格局

概覽

儘管新加坡高度倚賴進口農產品，惟農業仍於新加坡食品業中舉足輕重。本地
農業提供可持續且安全的食品來源，以防海外供應突然中斷。根據農糧獸醫局所推
出的新加坡優質蛋品管理計劃，新加坡目前有三間備有現代化基礎設備及設施的高
新技術雞蛋養殖場，而本集團為其中一員。由於新加坡整個雞蛋生產市場僅有三個
市場參與者，整體雞蛋生產市場競爭激烈。受本地家禽產品的需求上升及農糧獸醫
局繼續致力推廣本地產品所帶動，雞蛋生產業正處於發展階段，而雞蛋養殖場亦不
斷致力改善效率及產能。

在新加坡雞蛋生產市場三個市場參與者當中，Seng Choon Farm擁有最大的養殖
場並於二零一七年以50.5%的市場份額主導雞蛋生產市場，其次為Chew’s Group及本
集團，分別佔據 28.8%及20.7%的市場份額。於二零一七年，按新加坡雞蛋消費總量
計，估計本集團的市場份額約為7.8%。

Chew’s Group

Seng Choon Farm

     

    

 1 Seng Choon Farm 51.6 50.5%

 2 Chew’s Group 29.5 28.8%

 3 本集團 21.2 20.7%

  總計 102.3 100%20.7%

28.8%

50.5%

二零一七年新加坡雞蛋生產市場
按收益劃分的市場份額

本集團

排名 公司
收益*

（百萬新加坡元）
市場
份額

* 包括銷售自產及進口雞蛋的收益

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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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
「警告」一節。

進入門檻

激烈競爭

於新加坡，約77%雞蛋由馬來西亞雞蛋生產商供應，亦有少量新加坡進口雞蛋
自馬來西亞以外國家進口（有關詳情，請參閱本節上文「進口分析」一段及該段項下
列表），而其餘則由本地雞蛋生產商供應。由於新加坡的生產成本較馬來西亞高，故
馬來西亞生產商擁有比本地生產商更易進入新加坡市場的優勢，從而令本地生產商
之間的競爭更為激烈，以爭奪當中約23%的市場份額。由於所有海外及本地的雞蛋
生產商已於本地市場建立廣泛銷售渠道及品牌聲譽，故新晉市場參與者難以與其競
爭。

業務關係

新晉市場參與者的另一項進入門檻是與上游供應商及下游銷售渠道建立持續性
業務網絡的需要。現有市場參與者傾向於供應商（如養禽戶）及其下游客戶（如超市
及雜貨店等不同零售點）獲得銷售渠道。新晉市場參與者難以在短時間內建立此類
網絡。此外，新晉市場參與者亦須遵守農糧獸醫局所制定的嚴謹標準，完成此舉不
但耗時，而且導致新晉市場參與者產生大量費用。

初始資本

雞蛋生產需要高額的初始及經常性資本投資，包括但不限於購買雞隻的費用、
飼養雞隻的開支（如水、電、飼料及勞工費用）以及倉租及場地開支。由於此行業為
資本密集行業，需要持續且大量的投資，故新晉市場參與者難以與現金流遠較其穩
定的現有市場參與者競爭。另一方面，新晉市場參與者或會認為新加坡市場太小且
風險極高。




